
实行新发展模式让娟鱼成为“流溪名鱼”
二十年前，流溪娟鱼曾是市民餐桌上的一道美味佳肴。但十年前，因环境变化及非法捕

捞等原因，娟鱼在流溪河里变得难觅踪影。十年后的今天，在多方的保护和鱼类专家的努力

下，娟鱼全人工繁殖技术取得突破，养殖规模不断扩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记者近日从区农业局了解到，目前，区农业局联合吕田镇重

点打造流溪娟鱼产业，从养殖、文化、观赏、饮食等方面着手，让流溪娟鱼的保护工作形成

体系，这也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探索与实践。

据悉，2018 年，我区将把流溪娟鱼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

口，制定流溪娟鱼产业发展规划，申请从化流溪娟鱼地理保护农产品标志。在不久的将来，

我区将努力建立 1个娟鱼良种场+1家娟鱼养殖龙头企业+1个娟鱼养殖专业合作社+2条娟鱼

养殖专业村的“1+1+1+2”娟鱼产业发展模式，努力打造“游客满意、吃客开心、农户受益、

产业兴旺”的从化流溪娟鱼产业，让流溪娟鱼成为真正的“流溪名鱼”。

“食中珍品”深受百姓喜爱

十年保护工作取得新突破

流溪娟鱼学名为光倒刺鲃，是我国南方水域重要的经济鱼类。二十年前，娟鱼生长在流

溪河流域，据记载有壮阳补中的功效，主治腰膝酸软等症，历来被当地人尊为“食中珍品”，

深受百姓喜爱，在当地有稳定的消费市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1 斤娟鱼的价格相当于 5
斤猪肉，而且其美味令人赞不绝口，成为接待贵宾的珍品。在吕田河沿岸的狮象村、水埔村，

若有村民下河捉到娟鱼，必然会约上三五好友，把酒言欢、共享美味。然而，随着社会的发

展、环境的变化及非法捕捞等原因，流溪娟鱼资源日益减少。2007 年，农业部批复建立流

溪河光倒刺鲃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这为流溪娟鱼的保护工作翻开了新的篇章。

十年前，娟鱼保护工作正式开启时可谓是一片空白。鱼类专家在流溪河开展鱼类资源调

查工作时发现，流溪娟鱼已经难觅踪影了。对此，农业部门想方设法寻找野生鱼种进行繁殖。

“我们偶然会听到有村民捉到娟鱼，每每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都要赶在他们把鱼吞进肚子

前，把鱼种‘抢’回来。”区畜禽水产技术推广中心相关负责人说，经过三年的努力，他们

终于从当地渔民手中收购了 50 多尾娟鱼，并通过强化培育及技术攻关，于 2014 年首次成功

繁育出 2000 多尾珍贵的小娟鱼鱼苗，使珍贵的流溪娟鱼得到了抢救性的保护。

十年间，从化积极开展娟鱼保护工作，如今，十年过去了，流溪娟鱼全人工繁殖技术已

经取得新突破，为其资源养护提供了技术保障。而流溪河的吕田河段（保护区上游）也成为

了光倒刺鲃的天然产卵场。

娟鱼将亮相美食节

让食客过足口瘾

鱼苗瓶颈突破以后，2015 年，区畜禽水产技术推广中心在吕田镇吕新村、水埔村首次

进行流溪娟鱼推广养殖试验工作。2016 年 10 月，区农业局在流溪河水库举办了第一届流溪

娟鱼增殖放流活动，并于今年继续举办第二届流溪河娟鱼增殖放流活动。

至今，流溪娟鱼保护工作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区农业局举办了“流溪娟鱼十年

（2007-2017 年）”系列宣传活动，并将在 2017 年广州（从化）国际美食节举办娟鱼主题文

化图片展及首次流溪娟鱼试吃推广活动。“当初试验养殖的娟鱼已有 3 年的养殖时间，基本



上达到了上市规格，所以我们将在今年的美食节上推出流溪娟鱼宴，让食客们大饱口福。”

区畜禽水产技术推广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经过多年的推广，市民对流溪娟鱼有了新的认识，目前，村民们对于养殖娟鱼

的积极性很高。明年我区将把娟鱼养殖规模推广至 500 亩，使娟鱼达到稳定供应，真正让娟

鱼重新回到餐桌上。此外，区农业局还会对流溪娟鱼的养殖进行标准化管理，同时结合当地

乡村旅游发展，推广特色餐饮，规划娟鱼科普基地，让游客满意，食客开心，当地村民受益。


